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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南「三反」運動研究──以幹部變動為線索的考察 *

⊙ 劉德軍

 

 

1951年12月至1952年6月，中共發動了一場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運動，史稱「三

反」運動。在建國後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中，「三反」運動並不顯眼，目前學界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對其歷史過程的敘述上，並且大都以「三反」運動是一次反貪污運動為立論的基礎。無疑有

一些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份子受到處罰，但在處罰的背後還有著較為深刻的一些東西，並且

事實證明，「三反」運動剛一結束，貪污、腐敗和官僚主義就屢有發生。那麼，這一運動的意

義究竟何在？是否是由於某些表面的存在而遮蔽了深層的作用呢？而這就應該成為思考的新方

向。由於「三反」的對象主要是黨政軍幹部（本文所指不包括軍隊幹部），因此本文就試圖以

江蘇省檔案館館藏的原始資料為依託，將蘇南區作為個案來進行研究，通過對「三反」運動中

幹部的變動情況進行梳理，以窺「三反」運動的歷史作用。

一 蘇南概況

1949年初，中共中央曾設想在中共軍隊渡江後建立江蘇省，但後來考慮到江北、江南，老區、

新區不同的環境、政策及任務，決定不建立統一的江蘇省，而是分別設立蘇北、蘇南兩個行政

區和南京市，分別治理。1949年4月26日，蘇南人民行政公署成立，管文蔚任主任，劉季平、

陳國棟任副主任。行署設在無錫市。11949年5月27日，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蘇南區委員會，由陳

丕顯任書記。2蘇南區是江蘇建省前的一個重要的行政區域，蘇南全區轄鎮江、蘇州、常州、松

江四個專區及無錫、蘇州兩個蘇南直轄市，共27個縣，兩個專署屬市（鎮江市、常州市）。鎮

江專區轄鎮江市和丹徒、丹陽、揚中、句容、江甯、高淳、溧水8個縣（市）；蘇州專區轄吳

縣、吳江、常熟、昆山、太倉5個縣；常州專區轄常州市、江陰、武進、宜興、溧陽、金壇7個

縣（市）；松江專區轄松江、寶山、川沙、嘉定、南匯、金山、奉賢、上海、青浦9個縣。3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決議，成立江蘇省人民政府，並于江

蘇省人民政府成立後，撤銷蘇南人民行政公署、蘇北人民行政公署。4 1953年1月1日，江蘇省

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蘇南區也就正式撤銷了。5

蘇南是一個新區，其幹部主要由老區南下幹部、地下黨堅持幹部、留用人員和新吸收人員組

成。1950年8月份統計，其中由老區調來的幹部約八千人，加上原地下黨堅持幹部，和過江後

吸收的大批新幹部，現在全區幹部總數為35497人（軍隊幹部除外）。其中黨員幹部佔

31.75%，非黨幹部佔68.25%。以工作性質相比，則以財經系統幹部為最多，有11000餘人。此

外還有6000多留用人員，亦大多在財經部門與行政部門。6



另外，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的巨大轉變之中，幹部思想狀況也產生了許多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

幾個方面：第一，老解放區來的同志方面：（1）地位觀念濃厚、功臣思想，對到新區來不

滿、不願作機關工作、附屬工作、思想波動比較厲害。（2）下層幹部家鄉觀念重，想回江北

工作，更怕繼續南進。（3）北方幹部因吃不飽、言語不通對江南感到失望，想回北方。第

二，原來在江南堅持的秘密黨員同志方面：原來對黨希望頗大，解放後由於受政策限制，加上

北來同志對他們了解不夠，感到他們不懂政策，未能很好與及時地分配他們作一定的適當工

作，紛紛要求學習，在生活上一般都比老幹部怕艱苦些。第三，新參加工作的青年知識份子主

要的思想毛病是自以為是、自命不凡，看不起工農幹部，存在一種極端民主與平均主義思想。

第四，老區幹部到江南來後，有少數同志也滋長著享樂思想、經常發生嚴重的腐化、貪污現

象，並且感到到江南後生活不但未有改善，相反苦了，甚至有些同志要求進醫院或回蘇北去。

在作風上，無論是新老解放區的工作同志，由於老一套舊作風未加很好的轉變，因而在工作上

表現十分嚴重的經驗主義、教條主義，表現為不能很好掌握與貫徹黨的群眾路線與民主路線。7

且不同來源幹部之間的不團結也相當嚴重，如：個別同志認為「江北小三子來統治江南人，江

南人已吃不開了」。很多的黨員幹部對非黨幹部（包括舊人員、民主人士）表示歧視與不滿，

看不慣舊職員的生活、作風 ，對舊人員拿薪補不服氣，如一個同志曾說：「他們（指張治

中、程潛、傅作義等）在北京城內可以由他耀武揚威，一出了北京城，老子就要揍他。」8而幹

部的這種構成態勢和他們之間的矛盾，也會在「三反」運動中得到顯現。

二 蘇南「三反」運動的過程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

官僚主義的決定》，正式發動「三反」運動。雖然在該《決定》中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

主義上升到「不是一個普遍的問題，而是關係於革命成敗，關係于全黨、全軍、全體政府工作

人員和全體人民利益的大問題。」9但當蘇南區黨委收到中央關於「三反」運動的決定時，既沒

有把它作為一個運動來進行，也沒有使之成為工作的中心，而只是進行了一般性的學習。在

1951年12月24日至30日召開的蘇南各界第二屆第一次人民代表會議上，蘇南區委書記陳丕顯在

開幕詞中指出：「我們蘇南人民今後應著重地進行下列三項中心任務：第一、繼續加強抗美援

朝運動……第二、開展愛國增產節約運動……第三、廣泛開展思想改造運動，有準備、有步驟

地組織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學習運動。」10雖然在其中

也指出開展愛國增產運動的關鍵是「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但並沒有把它作

為工作的中心。

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認為「貫徹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中心環節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

的鬥爭。」11也就是說開展「三反」運動只是為了實現增產節約，而沒有從根本上理解中央所

指出的「三反」運動本質上「就是反對資產階級腐化墮落思想的鬥爭，也就是對於資產階級向

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倡狂進攻的反攻……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12二是「由

於這一鬥爭牽動的面較廣，而且很多貪污事件特別是浪費事件，往往牽涉到負責幹部；因此，

在運動的初期，不少單位的負責人害怕『家醜外揚』，害怕民主，害怕今後工作難做，害怕自

己受冤屈、被傷害，害怕影響工作，企圖避重就輕，文過飾非，馬馬虎虎，敷衍了事。」13三

是建國初期，政權初創，任務繁重，根本也沒有想到要把「三反」運動作為工作的中心。因為

還有很多其他的工作至少就當時來說要比這一任務看起來重要。這種情況顯然不符合毛澤東關



於「三反運動進行下來實際上是一個清黨運動，是黨內的革命」。14毛澤東顯得有些著急，12

月30日，他在一段批語裏說：「把三反鬥爭當作一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大鬥爭，務必取得

勝利，並且務必於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顯著成績，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績。」1512月31

日，薄一波和安子文受中央的委託在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召開的黨委擴大會議上宣佈決定：限期

1月1日至10日中央各機關及所屬的一切單位，務必發動群眾，實行坦白檢舉，於1月11日向中

央作出報告，如有違者，不論是誰，一律撤職查辦。薄一波認為，這樣才「引起了各單位的重

視」。16像全國其他地區一樣，此時蘇南才真正投入到「三反」運動中。

關於「三反」運動的展開方式，蘇南區黨委也作出了規定，一是「『層層帶頭』的辦法，從區

黨委、行署及各部門負責同志起，首先進行檢查，放手發揚民主，鼓舞群眾熱情。」17但是由

於缺少必要的思想準備，以及對貪污問題的認識不足，這項工作遇到了阻力。為了推動運動的

開展，蘇南區黨委「連續召開會議，打通思想，並且撤職和查辦了一批有貪污、浪費的幹部，

使運動得以繼續開展。」18二是「普遍深入地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教育，揭露和駁

斥障礙這一鬥爭的一切錯誤思想。」19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蘇南區黨委組織各級政府學習了

「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的開幕詞」、《人民日報》的 「開

展增產節約運動是國家當前的中心任務」和「向貪污行為作堅決鬥爭」兩篇社論及《解放日

報》的社論「嚴懲貪污！為保衛國家財產，保衛黨和國家機關的純潔而鬥爭！」等幾篇文章，

使各級幹部從思想上認識到「三反」運動的重要性。三是「各級人民政府應無例外地開展群眾

性的民主檢查運動。發動群眾檢舉和控告，堅決保障一切檢舉者不受報復。」20在發動群眾檢

舉時「要充分運用各種宣傳工具，如壁報、大報、廣播、漫畫等，來揭發、批判貪污腐化、鋪

張浪費及官僚主義。」21普遍的揭發檢舉無疑促進了運動的猛烈發展，但同時也會帶來許多負

面影響。

運動發起後，關於「三反」運動的具體步驟，蘇南區黨委在給華東局並中央的報告中也指出：

首先是「區黨委一級黨、群、政、法部門。其中區黨委各部、委、處、各群眾團體、報社、書

店、行署秘書處、人事處、文教處、法院、勞動局、檢察署、公安局、財委、財經處、工商

處、合作總社、銀行、企業公司、中糧公司、鹽業公司等單位，限於二月底以前基本完成三

反；軍區直屬隊、行署農林處、水利局、藥管局、交通處、內河公司、汽車公司等單位，限於

二月十日以前基本完成三反；蘇南直屬的二十個工廠及煤礦、石油、百貨、花紗布、中藥、土

產等公司，限於三月二十日以前基本完成三反；蘇南直屬的中等以上公立學校，限三月底以前

基本完成三反。」其次是「地委、市委黨、群、政、法部門，其做法與要求與區黨委一級機關

相同。其中鎮江、蘇州地委一級機關應在二月底以前基本完成三反；常州、松江地委一級機關

應於三月十日以前基本完成三反。」最後是「縣級機關的三反應在三月份完成，在四、五兩月

基本上完成全區區鄉兩級的三反工作。」22

「三反」運動在蘇南區普遍發動起來，運動亦取得了初步成果，暴露出一批中、小貪污分子。

但這種情況完全不能適應運動的發展，很快，和全國的步調相一致，「三反」運動在蘇南就進

入到重點打擊大貪污分子的「打虎」階段。「老虎」指貪污犯，當時，貪污舊幣一億元（這裏

是舊幣，其一萬元等於後來新幣一元，下同。）以上的大貪污犯叫「大老虎」，一億元至五千

萬元為「中老虎」，五千萬元至一千萬元的叫「小老虎」。蘇南地區的「打虎」是在毛澤東提

出的「大膽懷疑、追加預算」的方針下進行的，早在1952年1月23日，毛澤東在「關於『三

反』鬥爭展開後要將注意力引向搜尋『大老虎』的電報」中，就要求各地「根據情況，定出估

23



計數位，交給各部門為完成任務而奮鬥。在鬥爭中還要根據情況的發展，追加新任務」。 並

在2月4日，毛澤東分別致電華北局、中南局及全國各地，要求增加打虎預算指標，並批評有些

地方分配的「打虎」指標太少，是一種遷就的「右傾思想」。24正是在毛澤東的推動下，全國

各地均「大膽懷疑」，一步步「追加預算」，蘇南地區也不例外。蘇南區黨委在「二月四日蘇

南『打虎』情況和計畫」中，初步確定在蘇南地區的各級機關、各單位、各部門中，應該打到

三千隻老虎，其中五百隻大老虎，二千五百隻中、小老虎。並且強調：這是一個最低的打虎目

標，實際可以打到的老虎只會多，不會少。我們準備隨時追加預算。並允許區黨委各部門、行

署黨組、軍區黨委會及各地委、市委，除保證完成區黨委分配的任務，並結合具體情況和可

能，做出打老虎預算，限二月十日以前送來區黨委轉報華東局和中央。25正是這種上下互動促

使「打虎」指標一步步升高。

既然預算出這麼多的大、中、小老虎，為了完成「打虎」計畫，只能採用非常規手段，手段之

一便是「打虎」隊在這一時期應運而生。其數目之多是相當令人吃驚的，其中在「蘇南區黨委

黨校學員和各地集中訓練之土改工作隊中，挑選一千七百名幹部，經過短期的明確的政策和方

法的訓練，組成五個打虎大隊，率領三百五十個左右三反工作隊（即三五個人組成一個打虎小

組）分配到五個市幫助三反工作隊。」26而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打虎」的方式上除沿用

上一階段的坦白檢舉外，「逼供信」在全區多數運動單位普遍出現了。這從蘇南區黨委發佈的

《關於繼續開展縣一級機關「三反」的指示》中說：「不僅『逼供信』的錯誤辦法應嚴格禁

止，就是過去所用的『打虎』名稱以及所採用的『強攻』、『猛攻』、『圍攻』等辦法，今後

也應按照新情況有所改變。」27從中我們就可以看出「打虎」所採用的方法。手段之二是為了

完成「打虎」計畫，各地紛紛採用了「打虎」戰役。例如常州市地專機關就連續三次發動「打

虎」戰役，第一次戰役自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二日起至二月二十二日止；第二次戰役自二月二十

三日起至二月二十九日；第三次戰役自三月一日至三月十日止。直到最後打到的「老虎」數達

到或超過預定目標。28

既然打出這麼多的「老虎」，那麼對「老虎」的定案及追贓工作就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

題。1952年3月14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頒佈《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

若干規定》，《規定》體現了清查從嚴、處理從寬的策略，指出：未滿百萬元和未滿千萬元

者，只要情節不嚴重，徹底承認錯誤，保證不再重犯，分別以不看作貪污分子和不以刑事處分

處理；對貪污億元以上的「老虎」，依坦白程度和是否有立功表現，確定不同程度的刑事處

分。29蘇南區「三反」運動由此轉入追贓定案階段。但對大、中、小老虎的追贓定案並沒有設

想的那麼容易完成。在蘇南區黨委的報告中就指出了這種情況，「目前各單位已追出贓款贓物

的總數尚不及百分之十，由此不少頑抗狡詐的貪污分子得以翻供、抵賴。另一方面，已打出的

老虎中有不少尚未打實打透。」但由於中央一再強調「必須認真清查老虎，加緊進行退贓和追

回貪污款物，是「三反」鬥爭是否深入及打虎能否責其全功的重要標誌之一。」並且認為「清

查追贓工作，不僅可以進一步教育群眾，教育貪污分子，考驗其坦白徹底的程度和認罪悔改的

決心；且可以從中證實與發現新的線索。」30面對這種情況，蘇南區黨委決定開展一次追贓的

戰役，部署如下：「一、必須對所有骨幹與群眾進行深入的思想動員，這是戰役能否取勝的首

要關鍵。二、追贓戰鬥必須更加強調『攻心鬥智』和依靠群眾的力量。三、注意研究追贓戰

術，領導上親自創造典型，吸取經驗，指導全盤。」31這樣，追贓工作很快開展起來。

那麼蘇南究竟追到贓款的數目是多少呢？歐陽惠林回憶到：「蘇南區、地（市）、縣三級機關

共退出贓款達舊人民幣1601億元。」32在1952年4月20日發佈的《中共蘇南區黨委會紀律檢查委



員會檢查處關於一、二、三月份工作情況報告》中指出：「蘇南地區第一期地、市以上機關的

三反運動已進入追贓定案階段。地、市以上機關參加人數7879人，貪污人數3654人，佔參加三

反總人數的45.2%。貪污一百萬以下的2728人，佔貪污人數的76.54%。貪污一百萬至一千萬的

386人，佔貪污人數的10.8%。打出老虎數4501只（內大虎447只，佔貪污人數15.8%，佔總人數

的5.7%強）。以上老虎已定案752只，基本定案的709只，證實是假虎而定案者1098只，三者合

計2559只，佔老虎總數的56.8%。」33

隨後三反運動進入到「查思想、交關係」階段。蘇南區黨委也對這一階段的工作做了規定：

「一、通過總結三反提高覺悟，進行共產主義和黨員八項標準的教育，特別應著重批判實際存

在的本位主義、宗派主義、個人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作風。二、民主檢查不深刻、官僚主義

嚴重的單位或個別負責幹部應一一補課，在一定的會議上重新做檢討。三、所有幹部無例外地

交代一次與資產階級的關係，劃清思想界限，表明今後決心與方向；共產黨員普遍做一次三反

的檢查報告，由領導上審查作出鑒定。四、根據反對官僚主義的結果，訂出各種切實可行的新

制度，以杜絕今後貪污浪費的可能。五、整頓健全各級增產節約檢查委員會機構。」341952年5

月25日，蘇南區黨委發出《關於「三反」「五反」結束階段在幹部中進行系統的政治教育的指

示》，標誌著「蘇南區主要城市的『三反』運動及地市委以上機關的『三反』運動，已經基本

結束。」35之後，還有部分蘇南縣級機關和農村還在進行「三反」運動，但此時運動的高潮已

過，到1952年10月，蘇南區「三反」運動全部結束。

三 「三反」運動中幹部變動情況：以蘇南區級機關為個案

在「三反」運動中，蘇南區級機關的幹部變動情況相當複雜，只有通過原始的資料，進行細緻

的剝離，才能真正明白其內涵，了解整個運動的走向及深刻意義。其中包括撤職、降職、清

洗、法辦、調動等等情況，而其中對幹部的撤職、降職和清洗法辦尤為值得注意。且在反貪

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中，以反貪污為重點，所以對貪污分子的處理情況進行研究也顯得較

為重要。

首先，讓我們來了解蘇南區級機關「三反」運動中貪污分子的情況。見下表：

表1 蘇南區級機關貪污分子統計表36

部門、數字、專案
黨務系

統

群工系

統

政法系

統

財經系

統

文教衛

生

企業系

統
總計

百分比

（%）

「三反」前幹部總數 668 446 1000 2714 579 3506 8913 ─

貪污分子數 133 95 421 1103 120 1597 3469 ─

百分比 19.9 21.3 42.1 40.6 20.7 45.6 38.9 ─

政治情況 共產黨員 80 25 233 119 37 244 738 21.27

青年團員 17 37 47 145 29 213 488 14.07

群眾 36 33 141 839 54 1140 2243 64.66

來源 老區南下 88 19 289 131 53 296 876 25.25

地下、堅持 2 5 10 8 1 14 40 1.15



留用 4 ─ 19 438 19 199 679 19.57

新吸收 39 71 103 526 47 1088 1874 54.02

貪污情況 一億元以上 ─ ─ ─ 2 1 7 10 0.28

一千萬元以上 6 8 20 65 8 64 171 4.92

一百萬元以上 44 28 94 183 34 248 631 18.19

一百萬元以下 83 59 307 853 77 1278 2657 76.59

處理情況 法辦 8 1 9 16 3 36 73 2.1

清洗 2 1 2 17 1 17 40 1.15

撤職 8 20 22 21 12 50 133 3.83

降職 8 1 12 49 2 19 91 2.62

一般行政處分 19 13 15 159 19 61 286 8.24

免予處分 82 59 204 758 68 489 1660 47.85

尚未處理 6 ─ 157 83 15 925 1186 34.19

（說明：一、橫欄內的百分比是和各自系統幹部總數之比；二、右豎欄內的百分比是和貪污分子總數之

比。）

由此表可以看出：一是貪污分子相當多，比例也比較大。蘇南區級機關共有幹部8913名，其中

貪污分子就有3469名，佔38.92%，因此，這一運動的面很廣，但真正受到法辦、清洗和撤職降

職的人數則大為減少，絕大部分都被免予處分，但同時我們要知道，免予處分並不表示沒有貪

污，而只是數額較少或認罪態度較好或在運動中的表現比較積極，但仍然屬於貪污分子。第

二、從貪污分子的政治情況來看：其中黨員738名，佔貪污分子總數的21.27%，青年團員488

名，佔貪污分子總數的14.07%，而群眾則有2243名，佔到貪污分子總數的64.66%，所以從貪污

分子的政治情況看，群眾所佔比例較大，而黨員和青年團員則相對少些。第三、從貪污分子的

來源看：其中老區南下的有876名，佔貪污分子總數的25.25%，地下堅持的有40名，佔貪污分

子總數的1.15%，留用人員有679名，佔貪污分子總數的19.57%，而新吸收的有1874名，佔到貪

污分子總數的54.02%，所以從貪污分子的來源看，新吸收幹部所佔比例較大。第四、從貪污分

子所處的系統來看：貪污分子人數最多的是財經和企業系統，分別為1103名和1597名，因此，

我們可以得出在「三反」運動中有將鬥爭的重點轉向這兩個系統的傾向。

其次，再讓我們來了解蘇南區級機關幹部在「三反」運動中被撤職降職和清洗法辦的情況，詳

見下表：

表2 蘇南區級機關幹部撤職降職及清洗法辦統計表37

部門、數字、專案
黨務系

統

群工系

統

政法系

統

財經系

統

文教衛

生

企業系

統
總計

百分比

（%）

「三反」前幹部總數 668 446 1000 2714 579 3506 8913 ─

逮捕法辦及撤職降職數 26 24 61 126 18 172 427 ─

百分比 3.89 5.38 6.1 4.64 3.11 4.91 4.79 ─

政治情況 共產黨員 17 6 39 23 8 36 129 30.21



青年團員 ─ 5 ─ 3 5 11 23 5.39

群眾 9 13 22 100 5 125 274 64.17

來源 老區南下 20 4 41 29 9 45 148 34.66

地下、堅持 ─ 2 5 ─ ─ ─ 7 1.64

留用 3 ─ 3 66 1 43 116 27.17

新吸收 3 18 12 31 8 84 156 36.53

貪污情況 貪污 23 23 51 91 17 145 350 81.97

政治、歷史問題 2 ─ 6 16 ─ 4 28 6.56

品質惡劣、右傾 1 1 4 19 1 23 49 11.48

（說明：一、橫欄內的百分比是和各自系統幹部總數之比；二、右豎欄內的百分比是和逮捕法辦及撤職降職

數之比。）

由此表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個結論：第一、在蘇南區級機關的「三反」運動中，受到逮捕法辦

及撤職降職等相對嚴厲處分的幹部有427名，佔到幹部總人數的4.7%，比例還不算太大。第

二、在這427名幹部中，其中黨員129名，佔30.21%，團員23名，佔5.39%，而群眾為274名，佔

64.17%，所以從政治情況看，群眾受到逮捕法辦及撤職降職處分的人數要大一些。第三、從幹

部來源看，老區南下148名，佔34.66%，地下堅持7名，佔1.64%，留用人員116名，佔27.17%，

新吸收156名，佔36.53%。第四、從受到逮捕法辦及撤職降職處分幹部所在的系統看，仍是財

經和企業系統較多，分別是126名和172名。

從以上兩個表格，我們可以看出，「三反」運動的面極廣，對每一個幹部都是一場思想政治運

動；在運動中，雖然有一批老幹部受到處罰，但處罰的對象主要集中在留用人員和新吸收人員

之中，而這些人員大都是在財經和企業系統。

四 結 論

結論之一，運動的方式不能解決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問題。「三反」運動是一場反貪污、反

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運動，而其中反貪污是重點，用這種大張旗鼓的方式無疑會對所有的幹部

都會產生劇烈的衝擊，我們不能否認運動中確實懲罰了一批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分子，會在

一段時間內使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現象得到抑制。但是用運動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無疑不

能從根本上剷除這種現象，「三反」運動剛剛結束，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就繼續蔓延開來。

並且，「三反」運動中的一些極端做法在工作中也繼續使用，如「根據昆山縣報告和本委檢查

組彙報，『三反』後該縣部份幹部在各種工作中濫用『打虎』方式，比較普遍地滋長了強迫命

令的惡劣作風，以致連續發生命案二起。」38「在稅收工作中，以『打虎』方式收稅，提出

『以打虎精神限期完成稅收任務』，以致釀成商人自殺事件。」39時任中國人民大學「三反」

運動領導之一的李新曾經說：「根除腐敗、懲治貪污，無論建國初還是現在都是必要的，但這

是靠政治運動能解決的嗎？……運動來運動去，一有機會，腐敗和貪污還不是四處滋生，難道

要世世代代運動下去才能解決問題？」40

結論之二，「三反」運動是一場中共發動的清理幹部隊伍的政治運動，實現了中共對幹部隊伍

的初步整合。首先，通過上述的幾個表格資料，我們能夠看出，在蘇南區級機關的「三反」運



動中，確實有一些幹部被清理，這些幹部既包括黨員老幹部，也包括一些留用人員和新吸收人

員，並且從具體資料看，有將鬥爭目標轉向新吸收人員和留用人員的傾向，因為在受到處理的

幹部中，這兩類人員所佔比例一般都達到百分之七十左右。這種情況與中央對貪污、浪費和官

僚主義存在原因的看法有關，「是因為在革命勝利之後，大量抱著舊思想、舊作風而又沒有來

得及改造的舊政府的工作人員加入到人民政府和國營企業中來了。」41既然舊人員被認為是產

生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原因之一，那麼，將鬥爭矛頭指向這些幹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並且，受到處分的幹部以財經和企業系統的幹部為主，而這也與這類系統中留用人員和新吸收

人員較多有關。

其次，在定案時，不僅有以貪污而定案的，而且也有以政治歷史問題而定案的。在運動的思想

建設階段，要求每個幹部都要寫出檢查報告，經過上級批准鑒定後才算最後過關，通過這種方

式，大大加強了中共對幹部隊伍的了解。而「三反」運動的建設階段的任務就是「通過這一階

段使我們全體工作人員在思想上組織上打下了強有力的基礎，為今後國家建設作了思想上和組

織上的保證；所有同志通過交代關係劃清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思想界限，明確無產階級的立

場，提高階級覺悟，在思想上以強烈的無產階級思想、毛澤東思想作指導。因此，在黨內就一

定要劃清資產階級思想及其他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42運動無疑極大地增強了廣大幹部的階

級鬥爭意識，特別是黨員幹部的階級覺悟。

最後，通過前面的幾個表格，我們可以看出，在建國之初的幹部隊伍中，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

所佔比例較小，而在「三反」運動中，許多幹部倒下去，因此就需要補充幹部隊伍，那麼這些

幹部從何而來呢？根據中央的指示，「主要應該依靠新生力量，大膽地大量地提拔在『三反』

運動中湧現出來的立場堅定、手面乾淨、作風正派、工作積極、富有朝氣和有培養前途的積極

分子」，43並且，這些積極分子也成為隨後建黨工作的主要來源，大部分積極分子都成為中共

黨員，這無疑加強了中共在整個幹部隊伍中的力量。

綜合以上分析，我認為，在「三反」運動過程中，有一批幹部受到各種方式的處罰，在處罰中

有將矛頭指向新吸收幹部和留用幹部的傾向，且主要集中在財經和企業系統之中。而且，從運

動深層作用來理解，其實質是中共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契機，而進行的一場清理

和整合幹部隊伍的政治運動。這只是一種管窺之見，算是拋磚引玉吧！

*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高華教授的悉心指導，筆者在此表示真誠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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